
“我的第二故乡”——北京知青回延安掠影

我认识的延安北京知青
闫百成

1969年，先后有两万八千名北京知青
来到延安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
育，这将永远载入史册。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变化，北京知
青相继被招工，进入了机关、厂矿和企事
业单位，从此，生活开始了转变。

李增春，曾在下坪插队两年多，于
1971年底被招到延安地区水利施工队，安
排的工作是收发员。1973年以后，从事了
电影放映工作。

两年的农村生活使他养成了吃苦耐
劳的精神。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对组织
分配安排的各项任务都爽快接受。工作
中，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正因如此，他
也得到了领导、同事和单位周边居民的认
可。在单位及周边一带，只要提起李增春
的名字，真是老少皆知。

单位有一个多功能大礼堂，平常是饭
堂、会议室，白天也可以在这里放映电影。

一台放映机，伴随了他近二十个春
秋。直到电视机普及后，这台放映机才完
成了它的使命。

那个年代，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看电
影。由于当时的影剧院只有一部片子，几
家单位都要上映，这就免不了等片、跑片、
倒片、搬运，相比之下，为负责这项工作的
人增加了劳动强度。可这一切，都是他一
个人完成，并且无怨无悔。

伴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已经到了古
稀之年，可那颗不老的心依旧奋发向
上。只要是有益社会的活动，他都积极
参与，不计报酬。在筹建延安北京知青

博物馆时，他跑前跑后，为博物馆提供
了一些重要资料，得到了相关单位的表
扬认可。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如今的
他，虽然双鬓染白，但从未停止过前行的
脚步，把自己的才华尽量展示出来。他先
后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了多篇作品，在延
安各类杂志、报刊登载，用手中的笔描绘
着美好的未来。

无独有偶，很多知青的故事同样让人
回味。

当年的施工队里流传着这样一句
话：“王学晏的腿，李望伦的嘴！”从表面
理解，一个是腿脚利索，行步如飞；一个
是口若悬河，能言善辩。

王学晏，北京知青，个子矮小，其貌
不扬，走起路来一阵风。他在中队担任
材料员，每次领料时，仅凭两条腿往返。
中队在延安南二十里铺沟门，距队部库
房十多公里，有时领到几十公斤的机械
配件，他都手提肩扛步行往返，令人心生
敬意。

最使我敬佩与难忘的是北京知青张
小弟，他曾在南泥湾插队，1971年被招工
到施工队。在王窑水库大会战中，贡献了
自己的全部力量。

工作中，小弟积极肯干，认真负责，从
不计较个人得失，困难面前从不低头。他
对同事仗义大方，谦虚温和，连续多年被
评为先进。回京后，由于劳累成疾，患了
绝症。去世之后，家属根据他的遗言，将
遗体无偿捐献给北京协和医院。他的一

生是奋斗的一生、坎坷的一生，他把自己
的一切贡献给了最需要的人。真可谓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

1971年 3月，延安大地依旧天寒地
冻，冰雪尚未消融，杏子河上发生了冰河
救美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北京知青刘铁良
和谢春萍。

王窑水库前期工程基本完成，计划 3
月9日大坝合龙。合龙之前，所有停在河
对岸的机械设备全部都要转移过来。否
则大坝合龙后，河水上升，再过河就困难
了。

当时停在河对岸的有三台拖拉机，
北京知青李万春、李望伦等人开着两台
拖拉机在冰河上顺利通过。开第三台
拖拉机的是刘铁良，陪同的是谢春萍。
当拖拉机走到河道中间，突然一声巨
响，人机瞬间沉入河底。河水不是太
深，但足以没过整台拖拉机。看到这一
幕，岸边的人顿时惊恐万分。突然，刘
铁良的头露出水面，深深地吸了一口
气，又钻入刺骨的水中，把谢春萍从驾
驶室里拖了出来。在岸上人员的接应
下，两人都脱离了险境。人无大碍，只
是虚惊一场。

刘铁良身高一米八几，落水的那一
刻，他临危不乱，急中生智，从而避免了一
场大祸。从此，二人的关系更为密切，最
终结为夫妻，成就了一段姻缘。

北京知青为延安的建设作出了很大
贡献，他们的事迹传遍了大江南北。

去延安卖西瓜
王淑琴

陕西洛川曾是我下乡插队的地方，现
在成了享誉世界的苹果种植基地。由于
洛川地处渭北黄土高原，气候、土壤和地
理位置成就了苹果的美味。除了苹果之
外，这里的西瓜也长得又大又甜。

说到西瓜，那是我们村唯一的一块经
济农田。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全村人
都祈盼着风调雨顺，西瓜丰收，能卖个好
价钱，给队上增加点收入。我们这些来自
北京的知青，自从知道队上要种西瓜，更
是朝思暮想，盼着能早日吃上西瓜。

到了 8月，眼看着西瓜长大了，我们
几个知青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专门休工
一天，跑到瓜地去买西瓜。种瓜老汉一看
见我们就笑了，因为在西瓜刚长到碗口大
时，我们就偷偷地摘了一个，心里有数的
种瓜老汉把丢瓜的事告诉了队长。队长
很委婉地告诉我们，瓜没有长成吃不得，
也是一种浪费。

这次，当种瓜老汉看到我们后，就赶
忙招呼我们：“几个女子是来买瓜的吧！
老汉我去给你们挑一个最甜的。”我们抱
着买来的大西瓜回到窑里，几个人围在案
板边，非常有仪式感地擦干净瓜皮上的尘
土，一刀下去，西瓜皮炸裂，露出红瓜瓤。
我们急不可待地捧起西瓜，一口咬下去，
又酥、又沙、又甜，真是太好吃了。

到了中旬，西瓜开始大面积成熟，队
长派会计俊峰、发贵和俊清三位村民，外
加知青玉敏和我一起去延安卖西瓜。能
有这美差真是太高兴了！一来，可以游览
革命圣地延安；二来，守着西瓜可以天天
吃啦！当天下午，我和玉敏就开始忙着跟
老乡们一起摘西瓜。挑成熟的西瓜摘取，
对于我俩来说可是个技术活，种瓜老汉凭
着他的种瓜经验，示范着挑选瓜的动作，
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一看、二拍、三
听”。只见他蹲在地上，用那饱经风霜的
大手拍拍这个，打打那个，然后果断地摘
下。由于生、熟西瓜的水分含量不同，所
以响声也不一样。熟了的西瓜拍打出来
的声音有些闷，生西瓜敲击声则比较清
脆。我俩重复着老汉的动作，仔细辨别西
瓜的生熟。生怕摘了生瓜卖不出去而给
队上造成损失。几个摘瓜的老乡发现我
们拿捏不定的时候也会及时出手，帮助我
们确认。最后，我们把精挑细选的一个个
大西瓜抱到田头，装在架子车上，装了满
满的三车。几个人回家吃了点东西，踏着
夕阳的余晖就出发了。

从洛川到延安大约要走上三天。三
个年轻小伙驾着车，三头牲口在前面拉
着，形成了一个不小的车队。我俩大步流
星地跟在后面，心想马上就可以看到宝塔
山了，不由激动万分。

一路行走在通往延安的公路上，石渣
铺成的路面坑坑洼洼，汽车一过，除了“嘎
巴嘎巴”的响动，就是黄尘飞扬。

走着走着，我和玉敏远远地落在了乡
亲们后边。天渐渐黑了下来，路上连一辆
过往的汽车也没有，四周静悄悄的。路过
村子时，偶尔可以看到窑洞里传出的亮
光，听到几声狗叫。我是个特别胆小的

人，就害怕天黑，何况在这偏远之地。一
路上，稍微有点风吹草动，我就异常紧
张。我和玉敏走在石渣路上，脚下发出的

“嚓嚓”声都那么瘆人，总感觉自己后面跟
着人……我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只是紧紧
拽着玉敏的手臂，心里默默地念着“下定
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来
给自己加油。

前面的乡亲们大概也走累了，停下来
休息时，才发现我俩没有跟上。乡亲们用
当地呼喊人的声调叫我俩：“哦——玉敏，
哦——淑琴……”这一声声呼喊划破了寂
静的夜空。被黑夜吓得不知所措的我听
到喊声后，立马有了胆量。“我们在这儿
呢！”我随即回应。当走到乡亲们跟前，
我俩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屁股坐在地
上，心里直后悔不该接受这趟“美差”。
乡亲们看到我俩狼狈不堪的样子，心疼
地说：“不行你俩就上车吧！”村民发贵还
开玩笑逗我们说：“到时把你俩和西瓜一
块卖了。”当时累得哪还顾得上逗笑，我
俩不管不顾地爬上了车，躺在西瓜堆上。
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伴随着车子的晃晃
悠悠，我俩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车队走了一个晚上才走出洛川界，来
到富县。车子停在一块玉米地旁，老乡把
我俩叫醒。一睁眼，看到天空已经泛起鱼
肚白，还能听到河水流淌的“哗哗”声，我感
到新奇。因为洛川在塬上，不仅没有河，就
连吃的水都很困难。穿过玉米地顺着水声
走了过去，看到一片不宽的水面。水流湍
急，银白色的浪花互相追赶着，声音很大。
久违的河水直抵心底，我心里突然酸酸
的。“此时咱们的家人都还在睡梦中呢，如
果父母知道咱们走了一晚上的山路，现在
还在这荒野之地，得多操心呀！”我对玉敏
说。说完，我把身子转了过去，玉敏紧紧地
拉着我的手，此时无声胜有声。

几个老乡掰了些玉米棒子，就地挖了
一个小土沟，把玉米带皮整齐地码在上
面，找来些干树枝和干草放入土沟点燃，
烧烤起了玉米。火苗吐着小红舌头，我们
的身上暖和多了。老乡不停地用手翻滚
着玉米，不一会儿，玉米的香气就被烤了
出来，散发着诱人味道。老乡让我们先
吃。那一刻，我们的肚子真的饿了。虽然
玉米的外衣被烤得黑黢黢的，可剥开之
后，黄色玉米粒整齐地排列着，咬一口，别
提多香了。我们边吃边说笑着，一身的疲
倦和那忍不住的伤感被这一顿野餐吃进
了记忆里。

此时我们已经走了近八十里山路，真
是人困马乏了。我们来到了车马店，就是
人和牲口歇脚的地方。院子很大，到处都
拴着牲口，还有装货的架子车。赶早的人
忙着收拾准备出发。老乡把我们的西瓜
车停好，把牲口拴到石槽前吃草，三位男
性老乡被安排在大通铺的房子里。我俩
住哪儿呢？用心的小老板把我俩领到了
一间装满草料的房间，在土炕上扒出一小
块地方，弄了一卷子铺盖放在炕上，就成
了我俩下榻的地方。入乡随俗，没有挑选
的余地，铺上被子，和衣而睡，伴着草料特

有的甘味，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一觉醒来，已经到了晌午。我们在车

马店吃了碗面条，三头牲口连吃带歇也差
不多了，我们就继续北上。就这样走走停
停，第三天中午到达了延安。

延安是革命圣地，是毛主席居住过的
地方。虽然我们特别想四处逛逛，但我俩
非常明白，我们的任务是来卖西瓜的，等
卖完西瓜再说吧！车队直奔市场，开始卖西
瓜。西瓜每斤售价0.12元，现在看起来不
贵。可上世纪60年代末居住在延安的人，花
几块钱买个西瓜吃，也算是件奢侈的事。老
乡为了招揽生意，使出了杀手锏——让我们
两个知青卖西瓜。对于我俩来说，卖东西还
真不是第一次。在学校做“学工”时，曾到国
营菜站和售货员一起蹬着三轮车到农村卖
过菜。这一招果然奏效，来看北京知青卖瓜
的人还真不少。人们围拢在我们周围问这
问那，问我们是北京哪个学校的？在哪儿插
队？来这里生活习惯吗？话语中透露出延
安人对知青的关爱。我们也是有问必答，
不忘推销我们的西瓜。当他们知道我们
从洛川来，走了三天才来到延安，感到真
不容易，不忘买个西瓜表示对我们的支
持。老乡们把切好的西瓜让大家尝一下，
主动帮顾客挑选，并承诺生瓜包换，秤给
得足足的，顾客非常满意。诚信让我们赢
得了市场，一下午就卖出去了一车多的西
瓜。

时值盛夏，正午的太阳烤得我们汗流
浃背。由于体会到这一路上的艰辛，我们
再也舍不得吃一口西瓜，就想多给队上卖
点儿钱回去。为了尽快把西瓜卖完，我俩
建议走街串巷地叫卖。老乡一听有道理，
按照我们的建议把西瓜拉到了家属区。
这里的人们听说北京知青从洛川前来卖
西瓜，出于好奇，少不了顺便买一个。

我们的西瓜在延安卖了不到两天，还
剩下少半车。负责人俊峰决定把剩余的
西瓜拉到甘泉去卖，还决定让我俩在延安
多待一天，帮助我们实现登宝塔山、参观
革命纪念馆的心愿，然后坐汽车回洛川。
我俩看到卖西瓜的任务还没完成呢，怎能
半路开小差？于是决定放弃参观，跟着老
乡一起去甘泉。

延安到甘泉三十多里路，我们走了三
个小时就到了。甘泉县的大街上、电影院
旁边都留下过我们卖西瓜的身影。和老
乡预料的一样，我们在甘泉卖掉了剩余的
西瓜。

西瓜卖完了，我们坐在架子车上。小
毛驴似乎也为我们能够出色完成任务而
高兴，一路小跑着前行。中途到了一个叫
茶坊的地方，我们仍然住在车马店。这店
不大，没有多余的房间，我们五个人被安
排在一个房间内。房间内有一个大通铺，
倒是很干净，我俩睡一头，那三个老乡睡
一头，就这样过了一夜。会计俊峰还在这
里买了点菜，利用店里的厨房亲自给我们
做了一顿臊子面，算是犒劳大家。

回到村里，一同去的几个老乡直夸我
俩能干，我们也开了女知青出去卖西瓜的
先河。

●“这么多年了，你们还能回来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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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青春

● 过去的小媳妇，现在都成了老太婆了。这次见面说的全是当年一起干农活时的糗事

● 再回延安看乡亲

● 北京知青衷克定看望曾经担任郭家塬大队队长的聂江东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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